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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8月，普定县化处镇水井社区千亩荷
花竞相绽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诗画美景，引来不少游客漫步
在荷花园木栈道上，观荷赏花，拍照打卡。

走进这个有千余户人家的小村庄，一
栋栋白墙青瓦民居错落有致，一幅幅江南
乡村美景映入眼帘，一个个富民强村产业
快速发展，一张张自信从容笑脸幸福绽
放，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活力涌动在山水之
间、荷园之上。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新征程上，水井社区如何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如何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动力，让
百姓的幸福日子别样红火？记者循着该
村山乡巨变的脉络找寻答案。

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脱贫之后，水井社区发展的重心稳
步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化处镇镇长杨雄浩说。

在村集体经济“破零”的发展基础上，
社区继续坚持“茶果上山、香葱进地、莲藕
下田、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思
路，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借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单位的帮
扶推力，社区以村集体公司为平台，以实
施产业发展项目为示范引领，采取“支部+
村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方式，全力
发展莲藕、茶叶及其他特色种植产业。

同时，通过启动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
合作经营改革，全面摸底、分类管理村集体
可开发的资源资产，并引进企业开展股份
合作经营，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8万元以
上，有效盘活了闲置低效的村集体资产。

驻村第一书记蔡定雍介绍，2017年以
来，水井社区实施航空工业定点帮扶产业
项目8个，投入帮扶财政资金778万元，种
植莲藕1000余亩、茶叶1200余亩，发展香
葱、精品水果等特色产业 1000余亩，乡村
富民产业渐成规模。

近几年，社区累计引进培育贵芝味百
味堂食品厂、贵州省山里人家等农业经营
主体 5家，引导开办农家乐 5家。且推进
农产品深加工、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不仅
有绿茶、红茶系列产品和口味多样的布依
粽子产品上市，还发挥千亩荷园优势，唱

响“荷经济”协奏曲，推出藕粉蜂蜜月饼、
荷叶茶饮料等农特产品。同时，连续举办
一年一度荷花节，促进产品销售，助力群
众增收。

“产业发展见了效益，我们按照‘五股
’模式（管理股 30%、发展股 30%、人头股
15%、土地股 15%、公益股 10%），累计向
384 户脱贫户发放了项目分红 50 余万
元。”蔡定雍说。

截至去年，水井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 567万元，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年人均增
收3000元以上，人均纯收入已达19000余
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当下，“办好一年一届‘荷花节’、培育
一批市场经营主体、打造一条产业链、壮
大4个1000亩主导产业”的村级经济发展
蓝图，在水井社区渐成现实。

治理有效绘就新景
因业而兴、因“荷”而美的水井社区，

如今有了“水秀山明 井上添花”的美誉，其
乡村新景美在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
宜居。

该社区强化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党支
部服务群众和地方发展的效率、能力和水
平，以组织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根本保障。

蔡定雍说，水井社区通过优化基层治
理，让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依托网
格化管理，充分发挥联户长在政策宣传、
宜居乡村创建、平安乡村创建、矛盾纠纷
化解等工作中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到乡村治理中来。

同时，坚持“院坝会议”聚共识，围绕
村民自治、邻里矛盾、村容村貌、产业发
展、乡风文明等群众身边事，采取“家常
式、场景式、问答式、讨论式”等交流方式
召开院坝会，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共同体。按照“问题收集-限时办结-
跟踪回访”的工作流程，努力把问题解决
在村组、化解在院坝。去年以来，社区开
展院坝会 30 余场次，参与群众 600 余人
次，收集发展建议42条，解决群众诉求51
件次。

水井社区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让文明乡风劲吹。

成立红白理事会，整治滥办酒席陋
习，规定“红事办1天、白事办3天，其他酒

席一律不办”，仅今年以来，社区减少满月
酒、搬家酒等酒席 10台以上，每户节约礼
金至少1000元以上。修订村规民约，规范
群众行为，以“红黑两榜”表彰和鞭策身边
人身边事，弘扬勤劳致富等“正能量”，摒
弃赌博败家等“负能量”，倡新风、树正气。

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普法宣传，党
员带动，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法治思维，今年以来，社区走访收集群众
诉求50余条，已解决42件，群众满意度得
到有效提升，无一次上访事件发生；突出
德治“教化”，开展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媳
妇、美丽庭院、“三风”文化模范等评选活
动，去年以来，社区已评出“文明家风示范
户”3户、“淳朴民风带头人”3人。

以特色田园乡村、宜居和美乡村创建
为方向，水井社区大力建设生态宜居、和
谐美丽乡村。

将爱护环境写入村规民约，把村民
“答应不答应、认同不认同、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作为村庄整治第一原则，坚
持党员干部带头、志愿服务队示范、保洁
员定责、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化朵公路
沿线、河道沿岸、各村民组、房前屋后人居
环境整治，依法拆除私搭乱建临时建筑，
确保村庄环境整洁、生态良好、风貌协调。

去年，社区还增修荷园观光木栈道600
余米、观光亭1个，改造化朵路沿线花坛立
面 762平方米，规划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1
个，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

“荷”美乡村闯出新路
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水井社区，凭

借资源禀赋，闯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发
展新路。

8月10日，一场大型徒步活动“走”进
水井。吹着徐徐“荷”风，千余人畅游陌上
荷海，拍下“荷”美影像，参与趣味活动，感
受乡村巨变。在古韵悠悠的荷风集市，琳
琅满目的农特产品吸引徒友们争相品尝、
购买，在美食体验区，各种特色餐饮，契合
了游客对乡村美味的向往。

“从 2017年开始到今年，我们已经连
续举办了8届荷花节，累计接待游客80余
万人，实现旅游创收1500多万元。”杨雄浩
说，如果说“强化帮扶，发展产业”是水井
人打开“致富之门”的一把关键钥匙，那

么，“产业兴村”“旅游富村”就是现如今水
井人的一对“致富密码”。

农业产业有了基础，推进融合发展势
在必行。用蔡定雍的话来说，就是“不光
只卖初级农产品，推进产品深加工，提高
产品附加值，还要把‘农旅’结合起来，在
三产上发力，这样才能实现全村经济长远
发展。”

利用千余亩莲藕种植基地优势，借力
“赏花经济”，水井社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在“荷”经济领域，新增推出
莲子粥、荷花酥、凉拌荷叶、凉拌藕片、荷
叶炒鸡蛋、莲藕排骨汤、莲子陈皮红豆沙、
莲子芋泥羹等“荷花宴”系列产品，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

在推动农特产品外销基础上，社区借
助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优势，争取派驻单
位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贵航集团、贵州新
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的支持，积极
开展“消费扶贫”，并通过“荷花节”“万人
徒步”“节假日旅游”等活动，促进农特产
品“线下+线上”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1000
多万元，不断提质农、旅产业增效。

蔡定雍介绍，目前，水井社区已形成农
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乡村观光、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通过产
业融合发展，每年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2万
人次，产业联农带农“杠杆效应”明显。“村
里一名脱贫户，去年荷花节期间，她经营娱
乐项目一个半月，就赚了2万元。”

荷花从100亩扩种到1000余亩，荷花
节从第一届举办到第八届，跨越 8 年时
间。而正是用这 8年时间，水井社区实现
了从穷到富、从落后到美丽的华丽蜕变，
基层组织强了起来、群众腰包鼓了起来、
村容村貌美了起来、文明乡风树了起来。
下一步，社区还将发展研学游、民宿避暑
游等项目，壮大旅游产业。

如今，水井社区连续三年获评全县
“四星级”以上党组织称号，先后获评市乡
村旅游重点村、市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
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全省“兵支书”乡村
振兴工作点等，水井陌上荷塘旅游景区获
批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水井社区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群众的生活越过
越美。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旅游
旺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这里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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